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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年代，和敌人刺刀见红，是军
人勇气和血性的见证；上世纪六、七十
年代，刺杀是我军步兵最常练的技击项
目之一，不少老一代将帅都曾身先士
卒，操枪上阵。如今，这一沉寂 20多年
的传统课目正焕发新的活力。

2018 年 2 月，新《军事体育训练大
纲》发布全军施行，其中将格斗、刺杀等
具有凝聚官兵士气、锤炼血性胆气、培育
战斗精神作用的传统课目列入选训内
容。记者从军委训练管理部有关部门获
悉，举办全军刺杀骨干培训班，正是贯彻
落实新大纲的重要举措之一。

培训班结业前夕，记者来到这里感
受久违的“杀气”。

“很久没有听到杀声了”

挑、刺、扎，出击时杀气凛凛，势如
猛虎；拨、挡、闪，防守时巧妙避敌，动若
脱兔……走进木枪对刺训练场，参训学
员身着护面，吼声嘹亮；木枪相碰，铿然
有声，好似铁甲武士在奋勇搏杀。

这一个多月来，每天听着木枪撞击
声和吼杀声，培训班教员、该院特种技
术系教授郑国威觉得很“悦耳”，“开训
第二天，以前学院几位专门从事刺杀训
练教学的已退休老教授看到我们在练
刺杀，都感慨地说‘很久没有听到杀声
了’，我也有同样的感受。”
“信息化时代，军人的血性显得更

加重要。刺杀不仅能强健战士体魄，还
能激发军人血性。”刚指导完训练的培
训班教员、该院特种技术系副教授梁晓
春走下训练场，仅仅一会儿工夫，汗水
已经打湿他的后背，“别看木枪对刺的
动作简单，真要拼杀起来，冲击力非常
大，对人的体能要求极高。”

梁晓春回忆起 20 年 前的一幕。
1998 年，梁晓春还是一名大三学员，学
院组织军事大比武，木枪对刺就是其中
一项。在一场对决中，他无意中被对手
的木枪击中头部，虽然戴有护具，但由
于冲击力太大，防护失效，他直接被送

到医院，面部被缝了 12针。梁晓春指了
指仍没有完全消退的疤痕说：“军人训
练流点血不算什么，近似实战的对抗才
能练出英雄胆。”

培训班教员、该院特种技术系副
教授杨晓斌曾在上个世纪 90年代担任
格斗教研室刺杀教学组组长，研究刺
杀训练已有 20多年时间。“随着武器装
备发展，刺杀一度淡出军营训练场。我
们学院从 2007年开始就没有进行刺杀
教学了，而绝大多数基层部队不练刺杀
的历史就更久远了。”回忆起往事，杨晓
斌感慨万千。

“刺杀还可以这么练”

接到参加刺杀骨干培训的通知，入
伍前在塔沟武校练过散打的空降兵某旅
下士李洛鑫有点儿不乐意：“刺杀还有什
么好组训的，就那几个动作，我都会。再
说了，我们训练任务那么重，还有必要去

学一个几乎用不上的刺杀吗？”
可是，到了培训班，听了专家的授

课后，李洛鑫的思想来了个 180度大转
弯。更让李洛鑫感到意外的是，刺杀组
训竟然有这么多门道。组训方法、对刺
训练、考核标准等等，几乎都是他从未
听过的。“刺杀还可以这么练。”几节课
下来，李洛鑫就入了迷。
“原来很多单位都在组织刺杀训

练，但仅仅局限于有套路动作的刺杀
操，几乎都是表演性质的，很多战士练
几遍就会觉得不耐烦。”武警新疆总队
某支队中士周勇说，其实刺杀训练对于
他们巡逻执勤大有帮助，学会刺杀基本
技能，在巡逻途中遇有突发事件，面对
来犯之人，就可以迅速将其制服。
“戴上护具的那一刻，内心很澎

湃。”陆军某部中士向先勇，以前是雪枫
特战旅的一名队员，但他并没有接触过
专业的刺杀训练，此次前来，他显得很
激动，“来到培训班才发现这里卧虎藏
龙，大家实力都很强，就拿短短 6分钟的

对刺比赛来说，大家都很难分出胜负，
往往一局下来都会很疲惫。”

对于国防科技大学警勤连上士杨
春来而言，刺杀给了他完全不一样的体
验。“在训练场，拿着‘刺刀’搏杀的时
候，脑子里只有一个念想——即便倒
下，也要刺中‘敌人’。回到单位，我想
把这种敢于拼刺刀的精神传承下去。”

记者在木枪对刺训练场看到，虽然
大家都穿着厚厚的护甲，但是由于保护
部位有限，很多人的手臂都青一块紫一
块的。“受伤在所难免。”火箭军某基地
下士王文涛告诉记者，“这种对抗的感
觉是其他训练课目所不具备的，练起来
很过瘾。”

“刺杀训练还有很长

的路要走”

我军历史上，刺杀训练几经中断，在

人才队伍培养和训练条件改善等方面，
还面临许多亟须解决的问题。

对于目前基层开展刺杀训练有关
情况，军委训练管理部有关部门前期
做了大量调研，此次培训算是一次“试
水蹚路”。
“一是刺杀骨干人才紧缺；二是对刺

杀训练研究不够，刺杀训练体系有待完
善；三是刺杀训练硬件设施不配套。”郑国
威说，解决这些问题刻不容缓，目前要做
的就是正视刺杀训练。

这样的紧迫感，杨晓斌副教授也
感同身受。就在培训班开训不久，他
在体检时被查出肺部有鸡蛋大小的肿
瘤块。万幸的是，这个肿瘤是良性
的。为了不影响教学，他立即做了肿
瘤切除手术，就在伤口拆完线当天，他
忍着疼痛回到教学一线，亲自指导学
员训练。
“刺杀训练是一个体系，仅仅依靠这

6周的培训，我感觉远远不够。”杨晓斌总
是说时间不够用，“以往我们学刺杀，都
要学 1年，里面的道道很多，还有一些对
接实战的训练，由于时间关系没法开
展。如果要真正对接实战化，刺杀训练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当务之急是培养一批会组训、懂

组训的骨干，让他们回去带动各级部队
先练起来。”由于刺杀停训已久，院校专
业师资力量流失严重，真正懂组训教学
的专家型人才不多，梁晓春感觉压力很
大，“我们受邀去一些部队教学，发现一
些人的动作都是错误的。”
“当前刺杀训练注重观赏性而忽略了

实战性，必须根据时代特点、战场特点更
新完善刺杀训练内容。”郑国威说，虽然刺
杀训练在现代战争中的实际作用大大弱
化了，但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和大无
畏精神在任何时代都不能丢，敢于“刺刀
见红”的精神永远不能丢。

左上图：培训班学员在进行木枪对

刺训练。 曹宏根摄

题图设计：胡亚军

敢于“刺刀见红”的精神不能丢
—全军刺杀骨干培训见闻

■汪 雄 张 佳 本报记者 扶 满

3月 12日至 4月 26日，全军刺杀骨干培训班在陆军特种作战学院广州营区开训，来
自全军和武警部队的 68名官兵代表参加。这是近 20年来我军首次举办全军规模的刺杀
骨干培训班，下半年还将陆续举办两期培训，为全军开展刺杀训练点燃“星星之火”。

古人云：“教兵之法，练胆为先；练胆之

法，习艺为先。艺精则胆壮，胆壮则兵强。”

这个“胆”，对于新时代革命军人来说，就是

血性，就是战斗精神。习主席强调，和平时

期，决不能把兵带娇气了，威武之师还得威

武，革命军人还是要有血性。

2018年，新《军事体育训练大纲》恢复

了刺杀等传统课目。此举并不是盯着传统

不放，也不是固步自封，而是时代发展的必

然要求，是砥砺血性虎气的必然选择。

战争年代，我军被称为“人人都能拼

刺刀”的部队，战场上刺刀的寒光令敌人

胆战，“拼刺刀”是我们这支部队的传家

宝。敢于和敌人“刺刀见红”，更是军人

勇气和血性的见证。

随着武器装备发展，军营里练刺杀

的人少了，刺杀渐渐淡出军营训练场，保

留的也多是一些表演性质的项目。在有

些人眼里，“拼刺刀”已经“过时”。

然而，残酷的战争告诉我们：刺杀并

未在现代战争中消失。2004年，由20名

英军组成的巡逻队在伊拉克巴士拉市区

巡逻时，突遭 100名什叶派民兵伏击。

英军指挥官在援兵尚未到达、弹药即将

用完之际，果断命令士兵上刺刀，与武装

分子展开白刃战。结果35名武装分子

被杀死，而英军除了部分士兵受伤外，大

部分士兵安然无恙。

刺杀训练从未淡出世界军事强国军

事训练的舞台。美军《战斗体能手册》明

确把格斗与刺杀列为步兵训练的重要内

容。他们认为，刺刀是提高军人士气的

最佳方式，一旦听到“上刺刀”的口令，立

马会产生“非战即亡”的豪情。虽然美国

陆军部在2010年取消了刺杀这一传统

训练课目，但是，近几年，反对的声音逐

渐占了上风，他们认为只有借助面对面

刺杀格斗，才能让士兵真正体会到战场

的残酷，激发有我无敌、血战到底的勇士

精神。目前，美国陆军正考虑让单兵刺

杀训练“重出江湖”。无独有偶，2011

年，俄罗斯国防部经过激烈讨论，决定继

续保留刺杀训练。

2013年11月28日，习主席视察原济

南军区部队时，特意登上观摩台，观看了

新战士刺杀基本动作训练。随着和平年

代对军人血性的呼唤，越来越多的官兵认

识到，拼刺刀拼的是精气神，练的是英雄

胆，在战斗精神培育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

用。如果说军事训练是和平时期培育战

斗精神的根本途径，那么，刺杀训练无疑

就是培育战斗精神的“快速通道”之一。

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曾说：“物质

是战争的‘刀柄’，精神是战争的‘刀

刃’”。如果把军人比作利剑，血性虎气

就是锋利的剑刃，只有剑不卷刃，才能削

铁如泥。我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

到强，离不开“钢少气多”的血性。

有人认为，未来信息化战争打的是装

备、拼的是科技，血性对战斗力的影响越

来越小。但据美军统计，在2003年的伊

拉克战争中，空袭只造成伊军10%飞机、

18%装甲坦克、20%火炮的损失，而“软打

击”给伊军士气造成的毁伤却高达40%－

60%，这正是导致40多万伊拉克军队一夜

间“蒸发”的重要原因。信息化条件下“刺

刀见红”的战争模式渐行渐远，敢于亮剑、

勇于牺牲的血性却永不过时。

血性并非与生俱来，训练越严格刻

苦，军事技能越精湛，官兵的血性虎气就

越充足。可以说，军人血性虎气历练在

平时，积淀于点滴，只有平时的积蓄，才

能有战时的迸发。

也许有一天，刺刀会退出历史舞台，

但敢于“刺刀见红”的精神不能丢，用优

良传统激励人、鼓舞人、塑造人的传家宝

不能丢。只有坚持在训练中锤炼血性，

在履职尽责中培育血性，在攻坚克难中

迸发血性，才能培育一支战无不胜、令敌

人闻风丧胆的威武之师。

拼出血性
练出虎胆

■卫卓齐

近日，武警青海总队海东

支队按照新大纲要求组织刺

杀训练。手握钢枪的战士们

目光如炬，士气如虹，杀声震

天，在一招一式的突刺中，军

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血

性虎气展露无遗。

杨 栋摄

刺杀源起于冷兵器时代的格斗技

能，在中国古代战争史上，刺杀武器和

刺杀技术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虽然刺杀在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

但是现代意义上的刺杀却起源于欧

洲。大约在1688年，法国陆军元帅沃

邦采用套环将刺刀固定在枪管上，这种

可“装拆式”枪刺使火枪同时具有了射

击与刺杀两种功能，并在战场上发挥了

显著的作用。

在我军历史上，刺杀曾扮演了十分

重要的角色。刺杀与我军相伴成长，最

早可追溯到建军初期。那时红军人数

少、装备差，刺刀是红军的一件重要武

器，虽然在作战中经常运用，但没有形

成制式化动作和训练套路。

直到建国前期，具有我军特色的刺

杀训练体系才初步成型。1948年，东

北军政大学教员苏呈祥结合实战经验

写成了我军第一本刺杀训练教材，名为

《解放军刺》。“解放刺”不仅吸取了“日

刺”“苏刺”“华刺”（国民党军队的刺杀

动作）的优长，还融入了中国传统武术

动作，在全军推广后取得了良好效果。

随着武器装备不断发展，白刃战已

明显减少，刺刀的地位和作用不断下

降。上世纪90年代初期，刺杀训练逐

渐淡出训练场；2004年全军院校改革，

取消了原军事体育学院自1953年创立

就存在的刺杀教学组。

虽然2009年颁布的《军事训练大

纲》再次将刺杀纳入军事共同体能训练

课目之中，但由于场地、人才、装备等

“欠账”太多，当时很多单位并没有真正

开展刺杀训练，只是按照教材组织一些

带固定套路的刺杀操。2018年，新《军

事体育训练大纲》再次将刺杀提上训练

日程，全军刺杀骨干培训班应运而生，

给刺杀恢复提供了重要机遇。

新的历史时期，近距离白刃刺杀的

机会微乎其微，但刺杀却有其自身优

势，其蕴藏的“隐形价值”让它依然符合

新时代练兵要求。

刺杀对培养军人战斗精神、塑造良

好的心理素质具有直接意义。我军在

战争年代有一句口号：“要敢于刺刀见

红！”通过刺杀训练可以强化官兵敢打

必胜的信心和处变不惊的心态，构筑起

坚不可摧的心理防线。

在西点军校，每年的新生都会经

历这样一幕：手持上了刺刀的步枪，一

面高喊：“刺杀的精神是什么？”“杀

敌！”“青草靠什么成长？”“鲜血！”在高

昂的喊杀声中进行训练，让学员犹如

身在战场。

同时，刺杀对提高军人战斗技能具

有实用意义。刺刀作为一种最后的战

斗手段和随身格斗工具，仍然是战士不

可或缺的一种重要装备，当今世界各国

军队无不重视刺杀训练，即使是在配备

了现代最新式武器装备的国外特种部

队中，刺杀训练仍占有一定比例。

如今，美军、俄军、英军等都还在开

展刺杀训练。尤其是在各国特种作战

部队，刺杀训练是一项重要的近战歼敌

技能，刺杀技术仍然实用有效，刺杀训

练开展得如火如荼。未来战场，想在近

战中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刺杀是一种

非常实用的战斗技能，也是军人必须掌

握的技能之一。

此外，刺杀可以成为军营文化的一

部分。部队进行刺杀表演，组织对刺比

赛可以活跃部队文体氛围，反映部队的

精神面貌。例如，平时可以把对刺训练

作为体育活动开展，业余时间还可以开

展对刺比赛。比赛对场地、器械要求简

单，规则简单易行，三枪两胜或者五枪

三胜都可以，既丰富军营文化生活，又

锻炼参与者的身体素质。

从这几个层面来看，刺杀训练永远

不会过时，恢复刺杀训练正当时。

（作者单位：陆军特种作战学院）

重视刺杀训练的“隐形价值”
■杨晓斌 梁晓春

“突刺，杀！”训练场上，锋刃雪亮，
杀声震天。近日，武警某部按新《军事
体育训练大纲》要求严密组织刺杀训
练，强化近战硬功。

这个部队是一支经过改革重塑的武
警机动力量，他们赓续红色基因，发扬能
征善战优良传统，以组织新大纲集训为
契机，进一步规范和强化刺杀训练。

突刺！防刺！一个个凌厉动作，一
双双鹰隼般的眼神，敌情就在心头，热血
喷涌激荡。参加训练后，上等兵覃国仁
颇有感触地说：“刺杀是单兵训练传统技
术，练起来提气，练好了很实用，会拼刺
刀，就算敌人冲到面前，我也不会害怕。”

刺杀训练，给官兵带来的改变远不止

这些。该部某支队上等兵袁小伟性格腼
腆，入伍前连杀鸡都不敢看，入伍之初也
比较怯弱，遇有大项任务容易“掉链子”。

参加刺杀训练一个多月后，战友们发
现他像变了一个人似的。袁小伟说，每当
喊出那一声“杀”的时候，内心就有股力量
在奔涌。此后，他不仅刺杀训练格外投
入，其他训练也冲在前面，综合素质不断
提升。去年，他不仅成功转改士官，还因
训练成绩突出荣立三等功，并在今年初被
支队侦察中队挑中，成为一名侦察尖兵。

太湖之滨，春雨淅淅。随着现场教
练员一声哨响，该部某支队刺杀训练进
入“一对一”近身搏斗环节。“红方一个防
左刺，击中蓝方。红方得分！”教练员边

组织边讲解，观摩区的官兵跃跃欲试。
实战须实训，实训出精兵。模拟训

练现场，该支队参谋长孙龙说，训练过
程中如何发挥组训效应，提高训练质
效，是支队按纲研训施训的重点。

由于组训人才匮乏，该部前期只能
按照教材摸索。他们从各单位抽调标
兵教练员，培养示范分队，一边训练摸
索一边修订完善教案。
“很多战友变瘦了、变黑了，但人却

更精神了。”战士李彦钦说，高强度的刺
杀训练让战友的体能储备大幅提升，也
让大家的军事训练成绩水涨船高。

夕阳西下，晚霞如血。“杀，杀，杀！”训
练场上，阵阵厮杀声久久回荡。

特战近战，练强传统刺杀技
■赵茂钦 程桂新


